
事的项目资金、不得挪用其他 必保的

专项资金、不得影响农村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改革的进行。各级 财政用

于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试

点的支出应在预 算中单设科目、单独

反映，不作为预算安排教育正常支出

的基数。
为了确保 不产生新的债务，福 建

省在做好化债工作的同时，重点抓好

防新债机制的建立和健全工作。一是

深化 农村 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 机制改

革，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 共财

政保 障范围。二是 规 范中小学建设项

目的规划、审批和资金管理，建立农

村义务教育新债责任 追究制度。三是

对学校各项预 算支出严格审核，严格

控制学校的公 用经费支出，严禁将用

于偿还“普九”债务的资金挪作他 用，

严禁超标准发放教职工 津贴补贴。四

是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将农村义

务教育借新债和清理化解旧债情况作

为对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重

要内容。

责任编辑  李艳芝

三农聚焦
“一事一议”夯实农村经济发展基础

阳世清

为解决农村公 益事业建设资金缺

乏的问题，深化 农村改革，2008 年底

以 来，重庆市永川区 财政部门精心组

织、科学选点，积 极引导农民自愿通过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方式加 大镇村

公 益事业建设 力度，为改善农业 生产

条件，实现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夯实

了基础。

结合全区各镇村发展实际，永川

区财政部门成立了区村级 公 益事业建

设“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试点工 作领导

小组，科学选点，在双 石 、三教、仙 龙

三个镇启动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

点工作。

（一）建章立制，狠抓 落实。为使

试点工作合情合法，区财政和农业部

门 共同拟订了试点实施 方案。明确了

试点工 作村民自愿、民主决 策、筹补

结 合，量力而行、注重实效、上限控制

以 及先建后补的基本原则 ；明确了奖

补范围 包括财政资金没有覆盖的村内

道路、村内水 渠、堰塘、桥涵、小型

提灌或排灌等小型水利设施和环 卫设

施、植树造林、清洁 家园等村级 公 益

事业和农民生活条件为重点的村级 集

体公 益事业 ；明确了申报、项目实施、

验收、监管等奖补程序；明确了账户

开设、资金归集、资金支付、资金使

用程序、公 示和审计等六方面的资金

管理办法，为推进试点工 作给 予了制

度保 证。同时，各试点镇结 合实际 相

应拟 订 了实施 细 则，确 保 了试点工 作

的规 范化、标准化。

（二）加 强协调与沟通，做好 督促

和检 查。为了把 政 策落到实 处，确保

建设项目工 程质量，各试点镇严格 把

好了“预算关”、“程序关”、“审计关”和

“决算 关”，确保 了工 程 质量。一是 区

财政、农业、建委、交通、公 安 等部

门 加 强协调沟通，对试 点项目实施特

事特办，确保 建设项目顺利推进。二

是工 作人员深入现场督促 检 查，实地

察看工 程建设情况，研 究解决试点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做 到问题在

一线解决、典型在一线发现、经验在

一线总结。三 是各试点镇抽调专人负

责建设项目的实施，做 到了工作事事有

人管、件件有人抓，确保 试点工 作有

效开展。

（三）落实 奖补经费，加 强资金监

管。一是在市财政奖补资金的基础 上，

区财政积 极 落实配套资金，并把该经

费纳入财政调整预 算编 制的范围，报

经区人大常委会批准执行。二是在市

财政 配 套工 作经费 5 万元的基础 上，

追加拨付了各试点镇工作经费累计共 9

万元，确保 项目资金不被挪用，做到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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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专用。三是采取“五个一点”的办法

筹措资金，通过村民自筹一点、村集

体积累一点、社会捐赠一点、区财政补

贴一点和市财政奖补一点的方式，共

筹积建设资金 785万元，保证了试点镇

34 个农村公益事业建设项目资金的及

时足额到位。四 是加强资金监管，各试

点镇均成立了“一事一议”建设项目民

主理财小组，加强了对建设项目支出的

审核和监督，区财政局委派专人对各

建设项目实施财务总监，对项目资金实

行专账专户专人封闭式管理，项目资金

严格按工 程进度拨付，实行镇级报账

制，杜绝了奖补资金被平调和挪用。

通过市财政奖补资金、区财政配

套补贴、村集体积累资金和群众筹资

筹劳等多渠道筹集资金，总投资785

万元，共完成 34 个建设项目，惠及农

户近 3万户，受益人口近15万人，建设

项目涉及村级公路改扩建、村道泥结

石路面加铺、乡村便道建设和人畜饮

水设施整治等多个方面。

（一）推进了新农村建设。实行“一

事一议”财政奖补，激发了村民参与

公 益项目筹资筹劳的热情，镇城经济

发展的承载能力全面增强，农村经济

日益活跃。一是村级 交通状况明显改

观。全区 3个试点镇共新修泥结石村

级公 路 30 公里，改 扩建村级 公 路 70

公里，人行便道加铺 12公里，基本改

变了村社交通不便、农用物资和农副

产品 运输难、农民出行难的状况。二

是农田 水利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全区

各试点镇 共整治山 坪塘 17处，渠道

清於 32 公里，彻底解决了 308户村民

饮水难和 1876亩耕地灌溉难的问题。

三是随着农村公路建设的推进，新建

农村住宅 200 余套，农户新购汽车 25

辆、摩托车500 余辆，新建 20 亩以 上

鱼塘 13口，拟新开发建设规模化果园

项目 3 个。四 是通过建设项目的实施，

全区三个试点镇共提供了本地农民就

业 岗位 2000 余个，直接 拉动内需上

千万元，促进当地采石、水泥、河沙

和其他建材行业的蓬勃发展。

（二）推动了农业产业上档升级

和地方经济发展。永川区三个试点镇

开展“一事一议”建设项目的重心围绕

基础设施建设展开，但各试点镇的侧

重点各有不同。如仙 龙镇重点打通断

头路；双 石镇全力推进 3 条村级环道

建设；三教镇突出村道泥结石加铺工

程，构建农村经济发展的“高速路”。

村级公路网络的全面贯通，促 进了农

户改建新房的积极性，引导新型农庄

的合理布局，畅通了农村物流，新型

清洁能源得到大力推广，大大提 高了

农业产业化 进程，农村招商引资潜力

进一步增强。如 仙龙镇在打通断头路

后，水果之乡的产品 更能方便快捷地

运输到市场销售，两个新型大规模的

果园项目建设即将启动；双 石 镇 3 条

村级环道的贯通，为该镇新型农庄布

局打下基础，农村掀起了一股购车热，

全镇农户新购置汽车13辆、摩托车

235辆，新型清洁能源推广了 900户；
三教镇更是在村道泥结石路面加 铺

后增强了农村招商引资潜力，新引进

煤炭洗选厂 2个，1个铸造企业正 在

洽谈，3个村居新开通了农村公交。

（三）密切 了党群、干群关系。通

过实施“一事一议”试点工作，群众真

正 得到了实惠，区级部门和镇机关干

部深入田间地头，贴近农村、贴近群

众，与农户构建了密切 的关系，党群、

干群关系不断融洽，基本改 变了过去

“村干部上门 要，老百姓 不愿交，干

群关系紧张”的局面。如 双 石 镇在实

施的 12 个公路改造建设项目中，被占

土地和损坏的青苗全部由群众自行调

整，没有 1户提 出赔偿要求。三 教镇

双坪村群众积极协助镇派驻的项目联

络 员谋划方案，共同推进项目的顺利

实施。仙 龙镇巨龙村为感谢“一事一

议”奖补政策打通了断头路，敲锣打鼓

地为镇政府送去丰收的柑橘。

在试点工作中，区财政部门深入

基层，通过召开村社干部会议、村民

代表会 议、院 坝会等形式让政 策深

入人心，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群众积极

性，但在试点的推进过程中仍存在一

些问题。一是奖补标准有待提高。按

人均 15元的最高限额对村级公益事业

“一事一议”进行奖补显得较低，全区

三个试点镇在农村公 益事业建设“一

事一议”中，群众实际筹资筹劳折算远

远超过 15元，最低的镇有 45元 /人，

最高的镇接 近 100 元 /人，奖补资金

缺口 较大，占项目投资的比重偏低。二

是奖补方式单一。试点中推行按人均

15元的奖补方式过于单一，只考虑了人

均情况而忽视了项目的总投资及其受

益面。如 一个项目因受益人群少而工

程量大、耗资大，而另一个项目受益人

口 多、工 程量小、花费小，若两个项目

均按 15元 /人进行补贴，容易造成农

民负担严重不均的现象，影响群众参

与“一事一议”的积极性。三是财务报

账单据与财经法规的规定不相符。如

群众投劳价值的折算依据和购买建材

物资等无法全部开具正规税务发票的

问题等。

针对上述问题，应尽早着手解决。

尽量及早明确新的奖补政策，确保农

村公益事业项目及早规 划，不形成跨年

度的工 程。及早落实奖补政 策，基层

项 目可以 得到更合 理的规划和实施，

从而不再出现试点时工 程跨年结转的

现象。同时，推进财政奖补方式多样

化，提 高奖补标准。如 以 新建农村公

路的实际里程 为基准进行奖补等，同

时相应提高奖补标准，减轻农民负担，

提高农户参与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积

极性。

（作者单位 ：重庆市永川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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